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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卡吉尔萨满教研究现状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李燕飞 译）

摘 要：本文论述了有关尤卡吉尔萨满教的研究历史。尽管早

期旅行记录中包含了许多有关通古斯和蒙古人的萨满教教义的信息，

但对尤卡吉尔萨满教义的大规模记录直到 19 世纪末才正式开始。这

些记录主要是由乔基尔森（Waldemar Jochelson）收集，后来的研究

也都基于该记录。

关 键 词： 尤 卡 吉 尔 萨 满 教 科 学 史 伊 奥 赫 尔 森（V. I. 

Iokhel’son）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伯利亚研究

作 者 简 介：迈克尔·克努佩尔（Michael Knüppel），聊城大

学北冰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古西伯利亚 

研究。

译者简介：李燕飞，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为功能语言学。

一

与浩瀚的北亚细亚萨满教著作相比，关于尤卡吉尔萨满教的文献数量寥

寥无几，文献的匮乏程度不言而喻 a。每次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尤卡吉尔人

的宗教思想和观念时，几乎所有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人都会想到伊奥赫尔森

a  波波夫（Popov 1990）在他的有关萨满教的俄语著作参考文献中只列出了两个文献题

目，在雅格布森等人（Jakobson et al. 1957）对古西伯利亚民族的注释中，我们仅可以找

到四条关于尤卡吉尔萨满教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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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Iokhel’son）的著作《尤卡吉尔和尤卡吉尔化的通古斯人》（Jochelson 

1926），或者施密特（W. Schmidt）的《上帝观的起源》中的概述（Schmidt 

1952：675—758），一些人还认为此概述描述了最广泛的内容。虽然《上帝观

的起源》是一本论文集，除了作者（或编者）的解读之外，它只是对已经发

表的信息进行了汇编，没有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分析，但是这本书还是值得

一读的。原材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献稀少的现状，是促使那些对尤卡吉尔

人的精神文化、宗教思想和观念感兴趣的人，以及那些对极地地区宗教（特

别是西伯利亚的萨满教）感兴趣的人，去探究文献“匮乏”的原因。为了回

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对现有的尤卡吉尔研究文献中有关萨满教的内容

（或有关尤卡吉尔人的宗教思想和观念的内容）作一个概 述。

二

尽管我们已经在 17 世纪一些旅行者的叙述中（例如在 N. C. Witsen 的

著作中 a）首次找到了关于尤卡吉尔人的资料，但对这些群体的描述却非常稀

少。与雅库特人（Yakuts）或通古斯人（尤其是鄂温克人［Ėwenks］人［在

那个时代这两个术语有时当作同义词使用］）的信息相比较，关于尤卡吉尔人

的信息是少之又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卡吉尔人居住在上

述两个民族定居区的最北部，并且这两个民族的定居区还在向南延伸。旅行

者的路线穿越了所谓“睡眠之地”的东北部地区，所以尤卡吉尔人的居住地

距离旅行者的路线更远。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的是气候问题——在 17—19 世

纪，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很难从南部到达尤卡吉尔人的居住区（尤其是冻土

带尤卡吉尔人居住的偏远地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17—18

世纪在非常有限的尤卡吉尔居住区之外，很难见到尤卡吉尔人，这与鄂温克

人和雅库特人经常被旅行者和研究人员“招募”为向导和线人形成了鲜明的

对  比。

除此之外，造成信息匮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尤卡吉尔人人口的减少。第

一批包括尤卡吉尔人信息的文献被记载下来的时候，尤卡吉尔人的人数已

经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上文所述的尤卡吉尔人定居区在地域上非常有限的

a  参见 Witsen（1672）著作。该书对开本两卷，卷一包括 8 页前言，142 页正文；卷二包

括 11 页前言，600 页正文，4 页内容目录。1705 年第 2 版中可以找到一些民族志评论以

及一篇尤卡吉尔语文章（对“主祷文”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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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18—19 世纪，传染性疾病迅速传播和蔓延，而尤卡吉尔人对这些瘟

疫（比如天花和麻疹）没有免疫力，而且自身也不能产生免疫能力，所以瘟

疫使大片土地上的人口死亡。尤卡吉尔人社区没有像鄂温克人和雅库特人

那样可以经常战胜这些瘟疫而存活下来 a，因此人口数量骤减。通古斯人和

突厥邻国的同化也是尤卡吉尔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比林斯—萨里切夫探险

队（Billings-Sarychev-Expedition）（1787）的记录提到，就在他们探险前不

久，尤卡吉尔人的人口数量在天花流行的过程中减少到大约 300 人（Sauer  

1802：61）。

整个情况也可以通过语言记载来梳理。在最早期的材料中找不到任何有

关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的尤卡吉尔萨满教的信息，只有萨满教背景的寥寥

几个术语被记录下来。第一个被记载的尤卡吉尔语文献是对“主祷文”的翻

译（Witsen 1672）。在 18—19 世纪的“词汇”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宗教领

域术语的记载。19 世纪中叶的尤卡吉尔语文本也是这种情况。现代尤卡吉

尔研究之父、伟大的西伯利亚学者弗拉基米尔·伊奇·伊奥赫尔森（1855—

1937）改变了这种情况（见 Knüppel 2013：126—131）。我们可以说，文

献记录情况直到现在才有明显的变化，被记载的文献更多是来自科雷马

（Kolyma）和冻土带的尤卡吉尔  人。

三

在 18—19 世纪，关于尤卡吉尔人信仰的文献资料状况与早期的情况没

有太大差异。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对西伯利亚萨满教的描述越来越多，也越来

越全面，但关于尤卡吉尔萨满教的资料仍然很少。这些描述大多是涉及通

古斯民族的萨满教，部分涉及蒙古（Mongol）萨满教（主要是布里亚特人

［Buryats］的萨满教），以及南西伯利亚的雅库特和突厥民族的宗教。在这个

时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科学征服西伯利亚”的领域中，关于尤卡

吉尔人的宗教思想，特别是那些关于萨满教的评论却很少，现有的文献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模糊且没有什么意义的。阿根托夫、伊奥赫尔森和施密特在这

些问题上的观点（见 Argentov：57—58）都是完全建立在伊奥赫尔森民族志学 

a  这个问题被伊奥赫尔森等人广泛涉及（Jochelson 1926：26—28）。最近几次造成很多尤

卡吉尔人感染或死亡的传染病是发生在 1885 年的天花（Jochelson 1926：27）和 1899—
1900 年的麻疹（Freed et al. 1988；Sache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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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上的，当审视他们研究的不足之处时，我们发现不可能建立一个几近

完整、全面或令人满意的文献全  景。

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尽管文献信息越来越多（例如，从圣彼得堡出发

到西伯利亚大片地区学术考察过程中的大量信息），但是从研究的早期开始，

就缺少有关尤卡吉尔宗教的信息，尤其是缺少尤卡吉尔萨满教的信息。对于

大多数有德语背景的新教学者来说，尤卡吉尔人以及他们的邻居只是“异教

徒”，他们的宗教被诋毁为“神像崇拜”和“迷信”，他们对萨满教及其外部

表现行为有着深深的误解，有时甚至嘲笑萨满教。每当受启蒙精神鼓舞的学

者和旅行者广泛地讨论“野蛮人”的宗教习俗时，他们往往选择通古斯人和

蒙古人的萨满教作为例子，而不是尤卡吉尔人的萨满 教。

这一时期的西伯利亚研究趋势对尤卡吉尔萨满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产

生了影响：一方面，到 19 世纪下半叶，尤卡吉尔社区在不断衰落；另一方面

是西伯利亚文化对俄罗斯帝国的殖民“渗透”产生了上述提及的后果（传教，

传染性疾病，酗酒等），而且尤卡吉尔人的邻居西伯利亚人（尤其是雅库特

人和鄂温克人）的宗教思想和观念日益影响尤卡吉尔人，同时尤卡吉尔人自

己的宗教也在日益衰弱。除此之外，基督教传教士的工作虽然一开始并不成

功 a，但是到 1974 年，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基督教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从最早

的科学旅行者时代就开始的传统信仰和宗教行  为。

除了上述信息，我们仍然可以详细阐述和重建 19 世纪末尤卡吉尔宗教的

概貌，准确来说，就是在现有的少量文献（主要是通过尤卡吉尔的口头文学）

基础上描绘尤卡吉尔宗教的概貌。尽管尤卡吉尔萨满教已经经历了一个长期

的衰落期，但是它仍然保留在人们的记忆和传说中，而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还在践行部分萨满教。但是在一些仪式中，萨满祭司所使用的语言也已经受

到邻近群体的影响，例如，伊奥赫尔森谈到尤卡吉尔萨满教祭司正在使用科

里亚克（Koryak）语，并声称这是神灵的语  言。

四

作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几位伟大的西伯利亚研究学者（如 V. G. 波

a  关于这一点，马斯洛娃写道：“俄国占领之后，萨满祭司的大部分职能都被禁止或变得

没有必要（Maslova 2001：75）。”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马斯洛娃引用的伊奥赫尔森

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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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拉兹—坦［V. G. Bogoraz-Tan］，E. K. 佩卡尔斯基［E. K. Pekarski］或 B. 皮

苏斯基［B. Piłsudski］）之一，伊奥赫尔森在政治流亡到西伯利亚的过程

中，偶然接触到了“安眠之地”的语言和文化。由于他作为政治煽动者参与

了一些活动，并参加了社会革命恐怖组织“纳罗德纳贾—伏利亚”（Narodnaja 

Volja）的工作，受到当局和秘密警察的监视、拘留和谴责，最后被流放到西

伯 利 亚（Knüppel 2013：16—20，2016：195—214；Kasten 2018：35—59）。

在流亡期间，他开始研究尤卡吉尔人、雅库特人和鄂温克人的语言、文化

和宗教（这与施密特在伊奥赫尔森参加以下探险活动之前提供的信息相反）

（Schmidt 1952：678）。在流亡期间，他写下了他的第一批关于尤卡吉尔民间

传说和文化的文章，不久便得以发表（Knüppel 2013：108—110）。由于他的

这些文章，西伯利亚科夫探险（Sibirjakov-Expedition）（1894—1897）的组织

者（Knüppel 2013：21；Kasten 2018）认为他是在雅库提亚（Yakutia）进行

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合适人选。他关于尤卡吉尔人的文献以及后来基于这些文

献的出版作品都来源于这些文章 a。

特别是在 19 世纪晚期的作品中，伊奥赫尔森提供了一些关于尤卡吉尔人

精神文化和萨满教形式的独特信息。在这些出版物中，伊奥赫尔森所关注的

并不是尤卡吉尔萨满教，而是出于关注民俗和语言的目的，提供了一些用尤

卡吉尔两种方言写成的文本来重点反映尤卡吉尔民俗（Iokhel’son 1898）。

伊奥赫尔森后来把这些关于尤卡吉尔人宗教的信息，特别是萨满教的信

息，汇编在了其划时代的著作《尤卡吉尔人和尤卡吉尔化的通古斯人》b一书

中（汇编于本书关于他以前对尤卡吉尔人的研究中）。一方面，由于种种原

因，他的尤卡吉尔人宗教思想和萨满教的文献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另一方面，

正如上文所述，他的尤卡吉尔民族志是所有已出版的关于尤卡吉尔人的著作

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伊奥赫尔森著作的重要性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尤卡吉

尔人的文化发生过深远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没有让他们的“祖传”宗教幸存

下来（除了口头文学中的一些回忆）；而伊奥赫尔森著作所依赖的事实在尤

卡吉尔人的文化发生深远变化之前就已经被记录下来了。19 世纪 80—90 年

代的传染病（Jochelson 1905a，1905b，1926）致使很多尤卡吉尔人死亡，并

a  特别是可以参看克努佩尔（Knüppel）（2013）的参考文献，尤其是第 16、17、20、21、
23 和 26—29 期；其后的著作，如乔基尔森（Jochelson）（1926）的著作，也是基于这些

早期研究。

b  见乔基尔森（Jochelson）（1926）；一些词汇方面的发现可见于 Jochelson（1905a，19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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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宗教。在传染病发生之前，伊奥赫尔森已经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虽然我们不得不指出，在那个时代尤卡吉尔人的宗教已经受到邻近的

雅库特人、鄂温克人和科里亚克人的信仰和宗教习俗的长期影响。尽管如此，

伊奥赫尔森是第一位广泛并彻底搜集尤卡吉尔人精神文化各个方面信息的学

者，与其他西伯利亚学者和前几个世纪的旅行者相比，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连贯的尤卡吉尔人信仰世界的概貌。同时，伊奥赫尔森也是最后一位有机

会在上述变化或衰退发生之前描述尤卡吉尔文化和宗教范围及行为的学者，

在他流亡西伯利亚或西伯利亚科夫探险的几年之后，他的这些研究都是不可

能进行的。像《尤卡吉尔人和尤卡吉尔化的通古斯人》这样的作品只能是由

伊奥赫尔森写成，因为对西伯利亚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来说，他所做的这些都

是一种运气。后来几乎所有关于尤卡吉尔宗教、特别是有关其中萨满教的研

究贡献都是基于伊奥赫尔森的这本民族志（这本民族志的优势在于它是用英

语写的）或他早期的著作——除了最近的一些主要基于民间文献（指后来得

以记录或最近几十年才被人们知晓的文本）的研究之外 a。然而，这些文本的

出版并没有从根本上带来新的见解，甚至没有得到新的阐  释。

五

不管怎样，伊奥赫尔森到底提供了什么信息？基于他的文献，关于尤卡

吉尔萨满教他得出了什么结论？在他的第一批有关尤卡吉尔人的文献中，他

更广泛地论述了尤卡吉尔人的精神文化。伊奥赫尔森提供了一些文本，在这

些文本中他展示了尤卡吉尔萨满教的一些细节，虽然当时的尤卡吉尔萨满教

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但仍然可以对其早期阶段作出一些结论。除了一些以萨

满教为中心的有关病原、历史等故事外，这些文本还描述了在各种场合发生

的萨满祭司降神会、驱邪和治疗疾病的行为、他们之间的争斗、以及他们的

尸体是如何处理的。此外，伊奥赫尔森还提供了一篇萨满祈祷经文和一首萨

满 歌 曲（Iokhel’son 1900：97—98，100—101，110—127，141—145，156—

159，163—164，207—214）。这些文献信息后来被引入伊奥赫尔森的那本著

名的民族志中，但施密特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

a  在西伯利亚口头文学的各种选集或尤卡吉尔文本集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萨满民间故

事（比如，在马斯洛娃（Maslova）［2001：75—77］记录中名为“安妮凯”［Anekay］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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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这些文献信息。尽管在施密特的著作中有很长一部分是关于尤卡吉尔萨

满教的内容，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他的著作中整个有关尤卡吉尔萨满教

的描述都是基于伊奥赫尔森的民族志，而不是基于他自己以前的文献。这些

描述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但是并没有被他的巨作《尤卡吉尔》（The Yukaghir）

所引用 a。

即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改观，但重要的

是，尤卡吉尔人的宗教或至少它的许多方面——特别是有其组织形式的萨满

教——并没有在上文提到的 19 世纪末的流行病以及 19 世纪下半叶—20 世纪

初的传教活动中幸存下来。在这些厄运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宗教成分也

由于苏联早期（特别是 1930 年代）的反宗教和无神论运动而消失殆尽，只

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宗教信息可以在西伯利亚民间故事集中的有关尤卡吉尔萨

满教的故事中找到。研究者会评价这些已发表的论文，有时编辑或者翻译人

员也会加入一些关于尤卡吉尔人信仰的评价b，但是无论论文还是评论都没有

提出新的有意义的见解，也没有增加我们宗教研究的知识 c。很多博物馆收藏

品或大型展览的目录卷的情形十分相似，那就是在目录卷中只能找到尤卡吉

尔人的零星信息 d。正如大家所了解的，虽然一些词典学著作列出了萨满祭司

所使用的尤卡吉尔术语，但这与宗教史领域中的任何研究都相差甚远 e。所

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尤卡吉尔萨满教的研究现状。如今，要找到尤卡吉尔

萨满教新信息和新观点的机会十分渺茫。我们仅限于从档案中找到一些涉及

尤卡吉尔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新材料或历史、民族志及语言方面的记录，比

如，我们仍然期待在伊奥赫尔森还没有发表的材料中 f，发现更多关于尤卡 

a  施密特就此所做的记录“Wenn nichts anderes hinzugefügt wird， sind die Zitate sämtlich 
Jochelsons Werk ent nom men. Es ist zu bemerken， daß dieses Werk die ganze übrige 
Ethnographie der Yukagiren umfaßt”（Schmidt 1952：678）。

b  比如吉阿赤科夫（D’ĭachkov 1893）文献中一个升入天堂的楚瓦（Chuvan）萨满祭司的

故事。

c  比如马斯洛娃（E. Maslova）对伊奥赫尔森和其他人的著作做过评价，大多没有对尤卡

吉尔萨满教提出新的见解（Eliade 1989），或者仅仅又重复了伊奥赫尔森的工作（Angere 
1957）。

d  虽然这类目录并不缺乏（这里只是提及在德语地区出版的一些目录［Gorbatcheva et al. 
2000；Kasten 2009］，这些可被看作是典范目录），但是尤卡吉尔萨满教文献还是非常有

限的。

e  参见文后附录。

f  参见 Knüppel（2013）中保存在各种档案中的材料，此文献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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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萨满教某一方面的细节。由于伊奥赫尔森在写给杰苏普北太平洋探险队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的组织者弗兰兹·博阿斯（Franz Boas）的

信中 a描述了他在雅库提亚和东北西伯利亚其他地区的野外考察，所以我们尤

其希望在这封信中以及在他的尤卡吉尔字典卡片档案 b里发现更多新的信  息。

附  录 
萨满祭司的尤卡吉尔术语：

1.  ałma （科累马） — “萨满祭司，巫师”； Ałmādie “... ［一个萨满祭司的名

字］ 女性小萨满祭司”（Angere 1957：10）；也可参见第 6 条和第 8 条

（Nikolaeva 2006：no. 2579）；

2.  amšamtorym （楚瓦） — “女萨满祭司”（Angere 1957：15）； （科累马） álma

（Jochelson 1926：317）；

3.  antad’aye — “邪恶的萨满祭司”（Nikolaeva 2006：no. 64）c；

4.  irkeje （科累马） — “萨满祭司、女巫师”（Angere 1957：77）；（科累马） 

ikéye（Jochelson 1926：322）； irkeje（Nikolaeva 2006：no. 1063）d；

5.  jałγińet （Kolyma） — “萨满祭司、巫师” ［比较 yalgíne  “敲鼓”— 参见 

Jo chel son （1926）； 这个术语被 Angere 使用， 但是没有被考虑］（Angere 

1957：83）；

6.  ołme （冻土带；不确定） — “萨满祭司”（Angere 1957：193）；（冻土带） 

ólmañ（Jochelson 1926：325）； 参 见 第 1 条 和 第 8 条（Nikolaeva 2006：

no. 2579）； 

7.  ša:r-morunubo （科累马） — “萨满祭司”（Nikolaeva 2006：no. 2159）；

8.  wolmaŋ （冻土带） — “萨满祭司”（Angere 1957：249）； （冻土带） wólmañ

（Jochelson 1926：327）； almə， walmə  ～ wolmə  “萨满祭司”（Nikolaeva 2006：

no. 2579）； Ni kolaeva 为 T.-Y 给出了不同的变体： Krejnovič （1958，1982） 

wolme，Iokhel’son （1900） wolma， wolme， olma， 以 及 alyma（Schiefner 

a  保存在美国费城哲学学会图书馆的博阿斯庄园。

b  其中有一本是关于冻土地尤卡吉尔人方言的词典，其副本保存于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

馆的档案中，本文作者正在准备出版。

c  在伊奥赫尔森未出版的词典之后。

d  Iokhel’son ［1898］，［1900］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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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z 1871：373—399）， 比林斯—萨里切夫探险队（1787 年后）记录

称 alma， Kreĭnovich（1982） 后 K.-Y. 又 变 化 为 alme， Iokhel’son （1898，

1900）记录为 alme， almo， almuo， alma， Iokhel’son’s 手稿和未出版内容

中又为 alma， Spiridonov （2003）alma；Mas lova （2001：111）称为 wolme 

（改变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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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on Yukaghir Shamanism

Michael Knüppel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eals with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Yukaghir shamanism. While we have much information from early travel 

accounts regarding the shamanism of Tungus and Mongol peoples, more 

extensive descriptions of Yukaghir shamanism were recorded only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se data were mostly collected by Waldemar Jochelson， on 

whose works later publications were based.

Keywords: Yukaghir shamanism； history of sciences； V. I. Iochel’son； 

Siberian studi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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